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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钟义忠 郑良建

新修《余江县志》，历经六载寒暑，四易其稿，终于裒辑付梓。致贺之

余，谨书片言，权以为序。

余江，当代杰出文化战士邹韬奋的故乡。地处八省要冲，境内九港纵横，

碧水翠峰，。民康物阜，钟灵毓秀，英才辈出，爱国之士，代不乏人。新中国成

立后，余江以首创消灭血吸虫病的奇迹而闻名于世。1 958年，毛泽东主席。读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

煦，旭Et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送瘟神二首》。’

纵览古往今来，余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由当年的。千村薜苈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变成了今天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古县余江，原名安仁，正式建县于宋端拱元年(988)。有史可查，本县

历代修志达十次之多。前三次为明嘉靖乙丑年(1 565)、明万历癸巳年

(1 593)，明天启甲子年(1 624)，均为手抄，早巳散佚。至明崇祯丙子年

(1 636)，始有刻本。清康熙癸丑年(1 673)，1主修知县，志成调离，。不二年

散佚”。现尚存刻本有：清康熙癸亥年(1 683)、乾隆辛未年(1 751)、道光

甲申年(1 824)、道光丙戍年(1 826)和同治壬申年(1 872)五部。同治版

《安仁县志》付梓，离现在已有11 8年了。1 985年，中共余江县委，余江县

人民政府正式组成编纂委员会，着手纂修社会主义新《余江县志》。六年来，

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编纂者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体例，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详今略古，

务求新志能裨益于当代，嘉惠于后世。

通读《余江县志》，仿佛闻到余江泥土的芳香，见到余江人民曲折的历

程，预示余江美好的前景。幅幅史卷，拨动心弦。合卷沉思，·觉得《余江县

，．_f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一，

志》可谓一部。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的经世致用的辅治之作，其意义

和价值将为更多人所认识。诚然，本志虽经编纂者反复修正，各有关部门分篇

评审，但书中瑕疵难免，尚祈读者匡正。

具有艰苦奋斗光荣传统的余江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

主义道路，奋勇开拓前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志为鉴，明是非，策来兹，进一步把余江的事情

办好。在这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书写新的史诗，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1991年lo其

注：本志总纂时，钟义忠为中共余江县委书记。郑良建为余江县人民政府县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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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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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的总方针，力求客观地反映本县范围内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

与现状。 一

二、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上溯公元988年建县始。下限1985年，个别章节作
了适当延伸，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26卷、107章，362节及附录组成．采用述，记、

志、传、录、图，表诸体并用，以志为主，图表分别附在各类目之中．

四、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除中共党的组织、苏维埃

政权及其领导的群众团体的活动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同一自

然段内，只在首次出现夹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系以1949年5月4日本县解放之日划分。

五、建国后的行政区划。1958年9月15日至1984年6月15日称公社，大队，在此

前后，均称乡，村．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章节．政区、机关名称

及地名，有的用当时名称，其余用现行名称．中共余江县委有时称。县委”，余江县人民政

府有时称“县人民政府”．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已立传者，按卒年为序．立传以对社会有贡献和有影

响的正面人物为主．英名录只记烈士姓名、性别及所在乡名，对有贡献的在世人物则以事

系人记述在各专志之中，个别人物传记，作特殊处理．受省级以上表彰的劳动模范则列表

志之。 ．

七、本志选用的资料，大部分来自本县档案馆、统计局及有关单位，少数摘自外地图．

书馆、档案馆，有的是知情人的回忆El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未注明出处。 一一～～、

八，为避免内容重复，凡一事必须在不同章节分别记载时，则按。详主略次、各有侧

重”的原则处理． 。

九、解放后历年的各项经济数字，除工农业总产值及工业．农业产值按1980年不变

价折算外，其它均为当年价，

十，本志行文用现代语体文，寓褒贬于记述中．力求文简事丰，用语准确，行文规

范，形式与内容、思想性与科学性的完美统一．

· 3 ·



概述

概述

(一)

余江县原名安仁县，位于赣东北腹地。县境东倚鹰潭市区和贵溪县，北邻余干县和万

年县，南毗金溪县，西界东乡县，总面积936．93平方公里．全县地势狭长，南北多山，

绵亘起伏，重峦叠嶂，涧水长流；中部沃野平畴，河渠交错，田连阡陌，村舍相望。香炉

峰，碓嘴石，马祖岩及陈保寨等风景点点缀在县境之南，积石嶙峋，凝碧叠翠，奇、险、

幽、秀，风光旖旎。辖境有山林70．7万亩，耕地33．8万亩，水面13万亩，人均土地面

积4．86亩，人均耕地1．18亩．全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

平均气温16．8℃，年平均降水量1373．8毫米，无霜期262天，适宜粮食，柑桔、黄麻、

林木等各种亚热带植物生长，素享鱼米之乡的美称． j

余江地当八省要冲，境内九港交错，客货水陆两运非常方便．浙赣、宁赣铁路纵横贯

穿县境南北，公路干支衔接联运．信江、自塔河交汇后流注鄱阳湖，机帆船及大小拖驳出

湖口可溯航长江各大商埠． ，

1985年底，全县设2镇、14乡、137个行政村、12个街道居民委员会，共62666

户，290279人，其中：农业人口253648人，汉族占总人口的99．9％，人口自然增长率

10．35％。．县城自1961年由古镇锦江南迁至邓埠镇．经过近30年的建设，邓埠已成为垒

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

据出土文物考证，县境内早在商、周时期(前19世纪～前256年)就有人类活动。

余江方言中的上古正齿三等归舌头是大方言中罕见的语言化石，也表明了余江历史的源远

流长。据同治版《安仁县志》载，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余汗始设县，本县为该县

之晋兴乡．晋惠帝元康元年(291)，晋兴乡升格为晋兴县．晋怀帝永嘉七年(31，3)，晋兴

县改称兴安县．不久，撤县复为余汗县之晋兴乡．陈文帝天嘉年间(560～566)，晋兴乡

升格为安仁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余汗改称余干，并撤安仁县复并人余干县建置．

唐武德四年(621)，将晋兴旧地改设长城县。四年后，撤长城县仍称余干县晋兴乡．唐懿

宗咸通年间(860～874)，晋兴乡改名兴安镇。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兴安镇改称安仁

场。宋太祖端拱元年(988)，安仁场升格为安仁县。直至民国3年(1914)，因与湖南省

安仁县同名，奉令改称余江县．余江之名，据考县在余水之北，故名．

本县自设晋兴具之始，时经一千七百余年，曾四易县名，两迁治所，期中盛衰兴败，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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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不尽沧桑。本县在地理位置上，虽有!上控闽浙，下襟江湖，扼鄱水之咽喉，阻信江之门

户”的记载(同治版《安仁县志》)，然而古县余江贫困闭塞的面貌，长期没有多少改变。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1 130-．1200)，曾在本县正式建县两百多年后，途径此间。他留下

的《安仁晓行》一诗，描绘本县原野是。荒山围野阔，远树出孤林”。再历百余年，明代开

国元勋刘基(131l～1357)也在《发安仁驿》五律诗中抒发出。烟树出猿声”、。风枝落萤

点”满目凄凉的悲痛情怀．历史进入清代，前后两次烽火，地方元气为之大伤，人民流离

失所．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天主教传人本县，到了民国时期，余江便成为江西省天

主教四大教区之一，统辖上饶、玉山、临川等17县的教务。余江教区正副主教美国人光

一辛和司密斯，多次购运枪械，挑动县内派系斗争。土匪趁机抢劫，赌风刮遍全境。继

之，日本侵略军入侵，到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加上当年各级官府横征暴敛，通货恶性

膨胀，物价一日数涨，以致全县百业凋零，社会混乱。长期荼毒县境中部和南部的血吸虫

病，更使余江人民雪上加霜。天灾人祸，交互肆虐，。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

歌”，确为当年余江民间的真实写照。据50年代初期进行的血防地区村史调查，当时本县

疫区8个乡(场)、79个村，2050户、8100人，在解放前30年这片疫区因血吸虫病死亡

2．9万人，绝户1424户、毁灭村庄42个、荒芜田地2万多亩．这些惨绝人寰的史实，令

人触目惊心．

余江人民历尽坎坷，饱受灾祸，也磨砺出敢于反抗压迫的无畏精神。1927年1月，

中国共产党余江县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余江支部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斗争中胜利诞

生。同年8月，刚刚成立的中共余江支部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是，“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1929年10月，中共余江县委员会又在腥风血雨中成立，并以星火

燎原之势蓬勃发展。1930年5月，余江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红色地区木断扩大，马

克思主义思想深入人心。。1932年7月，党在本县信江南岸地区开辟苏区．并创设了中共

河南县委员会和县苏维埃政府，使当年全县苏区和游击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残酷的。围剿”，1934年苏区沦陷。时至1937年11月，红色风暴的

春风又度锦北，中共余江区委再告成立。1938年初，县境迤北的大桥乡，也成立了共产

党支部．同年3月，中共余(江)、万(年)、贵(溪)边界工作委员会成立，5月撤销边

界工委，成立中共余江县委员会．1939．年6月间。又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150

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建国前余江党的建立和斗争，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历程，一

千二百多名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9年5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第4兵团第4l师解放了余江，灾难深重的余江人民终于获得了新生j．解放后，余江各级

党的组织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全县广大共产党员像种子一样，深

深植根在人民的土壤里．

古县余江，民风淳朴，乐施好客，勤于稼穑。余江人民在长期和贫穷、落后，灾祸、

瘟疫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养成的吃苦耐劳，同心协力，艰苦奋斗，除害务尽的。送瘟

神”精神是余江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余江之魂，振兴余江的脊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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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余江县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无不迅速发展。三

十六年来，虽然经过几番风雨，几经曲折，也尽管有过失误和挫折，但其发展的速度和取

得的成就，在本县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

1949年，本县工农业总产值1379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274万元，占总产值的

92．4％，工业总产值105万元．全县粮食总产量3288．88万公斤，平均亩产粮食66公

斤．农民平均年纯收入37元．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269万元，财政总收入114．3万元，

职工年平均工资157．56元．全县在职医务人员4人，病床0张．初中及小学在校学生

3287人．过境公路10公里，汽车0辆．

1950年至1952年，经过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余江人民在旧社会留下的破烂摊上，

忘我劳动．发展生产，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并积极支援抗美援朝，巩固新生政权．

195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增至2166万元，比1949年增长57．1％，平均年递增

16．3％． ．‘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

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余江县各级党的组织，大力发动群众，艰苦创业。完成全县水利建设

总工程的三分之一．并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全面完成了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1957年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773万元，比1952年增长28％，年平均递增5．1％．
一

1958年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本县国民经济计划曾三易指标，一次比一次

高，严重地违反了经济规律．196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669万元，比1957年下降

3．8％。年平均递降0．8％．同时又由于大闹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全县砍伐木材35万立

方米，使全县森林覆盖率由1957年的34％下降到15．22％。余江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兴

修了锦北和黄庄水库，办起了一批小农机、小化肥等。五小”工业．

1963年至1965年，全县人民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国民经济

有了较快的发展．196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3950万元，比。1962年增长48％，年平均

递增14％．并完成白塔新渠和洪湖水库等较大型水利工程。

1966年至1976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受到很

大的影响．1970年至1972年间，在一无资源、二无能源的铁山地区大搞“工业群”，结果

除无效投劳外，还损失投资70多万元．197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4400．66万元，比1965

年增长11．4％，年平均递增2．2％．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5632．95万元，比1970年增长

28％，年平均递增5．1％。这十年内，虽然粮食总产量增长16％。但社员平均收入却由人

均71．5元，下降到70元．．

197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6640万元，比1975年增长21．4％，年平均递增6．7％。

1979年至1985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垒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农

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

值达到14381．4万元，比1978年翻了一番，是1949年的1 1．2倍．其中工业总产值6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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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农业总产值8218．4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6827万元，粮食总产量1．27亿公斤，

平均亩产507．5公斤，财政收入552．9万元，职工年平均工资814．88元，农民年平均纯收

入315元。1985年，全县卫生人员602人，病床512张，在校中小学生58330人，公路

451公里，汽车258辆，自行车3万多辆。

(三)

新中国成立36年来，余江县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并在下列五个方面具

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地方优势。

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余江县于1958年消灭了血吸虫病，并连续27年巩固了这一成果，为一个地区消灭某

种危害极大的疾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科学依据。解放前，余江是一个长期深受血吸虫

病荼毒的严重疫区。解放后，余江人民响应党和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

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劈山改河，推行农业、水利、灭螺。三结合”的综合治理措

施。经过三年苦战，终于消灭了祸害余江人民几百年的血吸虫病．1958年6月30日《人

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报道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喜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欣闻

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光辉史诗《送瘟神二首》。嗣后，余

江人民遵照中共余江县委提出的。长期观察，定期复查，反复斗争，巩固胜利”的指导方

针，做到思想不松，队伍不散和工作不停，+长期坚持科学监测和群众监测相结合。从而，

有效地巩固了血防成果。继送走瘟神之后，余江人民又先后消灭了“小小安仁城，瘌头最

有名”的头癣病，消灭了。四人坐一桌，桌下放不下脚”的丝虫病，基本消灭或控制了脊髓

灰质炎，疟疾、白喉等传染病，使本县法定传染病由解放初期15种减少为11种，年发病

率从十万分之1563．41下降为十万分之400以下．与此同时，全县建立和完善了县、乡，

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点，人民健康得到有效的保障。

二、余江木雕被外商誉为。天下雕刻第一家”

1973年，本县邓埠镇一家面临倒闭的镇办农具修造社的木工车间，有位名不见经传

的青年工人张果喜，他卖掉自己的住房作为资金，领头成立了余江工艺雕刻厂．当时，该

厂的全部家当只有400平方米简陋工棚，三板车木材和21名工人以及原修造社遗留下来

的二万多元债务．为了生存和创业，张果喜两进上海，三下东阳，拜师求贤，开拓市场。

就是以这种开拓、求实、艰苦、献身的精神，该厂一年中就生产出第一批雕花樟木箱打人

了国际市场，迈出了充满希望的第一步。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使这个厂如虎添翼．他

们汲取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引进国外新型设备。通过消化吸收，形成了一套具

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经营体系。该厂产品增至五大类近二千个品种，畅销九十多个国家和地

区．同时，在国内外建立了5个分部、7家联营公司和1个合资企业．年产值由最初的3

千元猛增到1．7千万元．此后，在张果喜的倡议和资助下，全县各乡．镇陆续办起木雕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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